
困境与破壳——南京艺术学院壁画系2018届毕业作品展
Predicament and Breaking out—2018 Graduation Artwork Exhibition of Department of 
Mural Painting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赵晓华  Zhao Xiaohua

摘要：壁画与国画同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精

髓，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壁画如何能够在艺术生

态环境中寻觅到以往的辉煌，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对

此，南京艺术学院壁画系主任赵晓华谈论了个人对国

画和壁画这两个画种的看法，就“当代壁画缺少优秀

创作者”这一现象给出了精准的见解，同时清晰地表

述了壁画不同于其他画种的独特性，并表达了他对这

一届毕业生的祝福和壁画发展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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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ral painting and Chinese painting are equally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cultur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How mural 

painting can find the past glory in the artist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topic worth 

exploring. In this regard, Zhao Xiaohua,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Mural Painting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pressed his personal views on Chinese paintings and 

murals. He gave precise insights on the phenomenon that “modern murals lack excellent 

creators” and clearly stated the uniqueness that make murals differ from the other types of 

drawing, expressing his hop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rals and the blessing to th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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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您认为南京艺术学院壁画系的毕业作品最大

的特点是什么？壁画系今年只有应届研究生

毕业，作品数量上来说相对较少。整体质量

是否达到了您的心理预期？

赵晓华（以下简称“赵”）：南京艺

术学院壁画系今年没有本科毕业生，只有

三个研究生毕业，他们各有特点，毕业创

作的形式各异。其中，一个是用绘制的方

式完成作品，另外一个是用绘制加综合材

料的方式完成作品，还有一个是纯粹用材

料镶嵌的方式完成作品。这三个学生的学

习方向都很明确，各自在不同程度上也有

所提高，但本次作品的完成度总体上还是

没达到老师们的预期效果。原因有很多，

其中主观因素是平时创作少，参加展览的

机会少，社会实践锻炼少，这就导致了想

法与实际效果有明显差距。毕业事务繁忙

也导致他们创作精力分散，投入不够。从

客观因素讲，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少

与社会合作的渠道、经验不足、教学设备

与 制作空间不足，这些对大尺度的壁画创

作影响很大。壁画与其他画种由于性质上

的区别，它不像其他画种的作品是送去展

览馆。壁画属于公共艺术领域的范畴，其

特点是必须参与到公共环境艺术的活动中

去。壁画必须对大众意愿和大众审美有足

够的了解，与相关行业，如建筑、装潢、

园林 、 街 区 广 场 等 设 计 部 门 要 保 持 常 态

交 往 与 密 切 联 系 ， 这 样 才 能 保 证 教 学 与

实 践 的 高 度 结 合 ， 促 进 壁 画 教 学 质 量 水

平的提高。

当：学生在创作作品时会让老师看方

案，老师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要求学生进行修

改，有时候甚至是大改，这样出来的毕业作

品是否会让其失去了学生真正所想要表达的

东西？那作为老师应该如何平衡传统的毕业

答辩要求和学生自由创作的问题？

赵：学生的能力有强有弱，对于能力较

强的就放手让其展示；对于能力较弱的，在

其创作过程中必然要多沟通引导及鼓励，但

基本上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想法及特长

来辅导他们的创作。我们原则上强调美的、

健康的、有学术意义的创作主旨。学生都是

在自由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他们思想活跃，

接受能力强。作品中有的画想法、画观念，

有的画身边的人和事，有现实的、也有浪漫

的，还有比较喜欢抽象的色块和线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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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要鼓励和引导

的。至于有些画面要做一些大的改动，一般

都出于某种构图、造型、色调处理上，他的

方案不太合适，我们才会给予一些意见，这

个是很正常的。双方互相交换看法，让画面

朝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题材内容需要大

改，那一定是遇到了一些原则问题，这是老

师的职业操守，也是对学生的责任。学生的

题材有些时候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去画，但有

些学生的认知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客观的。

我们作为公共艺术专业肯定是有界限的，除

此之外的创作自由不会受到限制，论文答辩

与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

成的一个整体。

当：您在国画系任教多年，跨到壁画系

后，综合两个学科，您认为这两个学科的共

同点和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更多，而壁画作品展览几年才一个。第七，

所属权不同：国画作品的所属权基本是由个

人决定的。壁画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的。要

创作壁画，就要与别人签合同，所有的参与

者，尤其是甲方的意见尤为重要。这些都要

去消化、吸收，它是群体创作，所属权是属

于甲方的。

当：从目前情况看，能创作出优秀壁画

作品的青年艺术家还是很少的，请您分析一

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赵：这个原因有很多，我简单说一下

自己的看法。第一，对壁画的社会认知度不

够，壁画的特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很

多人包括业内的一些人士，实际上还是按照

其他画种的眼光看待壁画，我认为一幅优秀

的画不等于一幅优秀的壁画，看壁画不能只

看画面的内容、技巧，还要看壁画所处的环

境、色调、风格、功能、位置，包括尺寸等

指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效果。出不了好的

壁画作品与所有壁画参与者们都有着不可忽

略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某一个作者的问题。

第二，机会少，年轻人的社会影响力和经历

本来就不够，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是很少

的，创作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从实践中获

得，实践出真知。第三，社会机制问题，像

壁画这样重要的公共艺术专业，还没能像建

筑设计、园林设计、装饰设计等行业受到相

应的重视和认可，在很多人的眼里，它是一

种附属品，是可有可无的。第四，社会大环

境缺乏“美育”，其重视程度和德、智、体

还是有差距的，而这四个方面应该是并肩前

行、缺一不可的，美育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人

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当今美育跟不上社会其

他领域的步伐，甚至拖了其他领域的后腿，

很多业者缺乏审美修养，缺乏对环境艺术的

认识，导致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出现在社会

各个公共场所。这是严重影响公共艺术发展

的关键问题，如果能改进，提高对美育的重

视，加强美的常识的普及，我想，优秀壁画

作品的诞生将指日可待。

当：关于作品中出现凝重气息的问题，

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的？

赵：艺术创作多姿多彩，有灵动飘逸、

豪情奔放的，也有委婉柔美的，当然还有凝

重低沉等画风，这是艺术创作的特色。它是

作者的知识积累、情感、性格及审美关注不

同的体现。这一现象说明，这些学生在关注

社会、关注生活、关注艺术追求。壁画处在

一个公共艺术创作环境中，这一领域的流派

风格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所以，学生中有些

作品出现上述现象也属正常。

当：壁画作品的体量是非常大的，很难

移动，如果这样的壁画作品要在全国进行展

览，要如何实现呢？

赵：如果有非常重大的展览活动，壁

画一般是采用复制的方式，壁画作品的尺

寸大多是几十平米甚至上百平米，是不可能

将实体移动参展的。一般是将作品整体拍成

图像，再在其中选取几个精彩的局部进行展

览。采用局部参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展

赵：中国画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工笔与

写意两种方式。在传统壁画中工笔重彩形

式是我们所见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虽然

水墨写意和线描形式的壁画作品也有，但不

多。在教学中两个专业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点，对于专业基础训练和专业理论的学习，

也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壁画创作更是常

常根据需要引用“工笔”和“写意”的表现

形式。这两者不同之处同样突出：第一，形

式不同：壁画因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与很多

的专业都有联系，所以其表现形式是多样

的。归纳说，有绘制型的、材料型的、综合

型的。这三大类型中又派生出各自多样的表

现形式，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第

二，陈列场所不同：国画的陈列场所不会像

壁画那样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第三，创作

过程不同：国画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爱

好、特长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而壁画的创

作则受到多方的制约。在此过程中，要投入

大量创作之外的人力和精力，待这些前奏完

成之后，人已精疲力竭。再进入到创作的过

程中，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程序。有些作

品的工序就更复杂了。第四，创作行为不

同：国画创作大部分是属于个体行为，壁画

则属于集体行为，常常必须借助外力，是集

体完成的艺术。打个比方，国画作品是“亲

生子”，壁画作品则属于“大众之子”。第

五，两者的属性不同：国画可以挂在家中、

画廊和展览馆，你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移

动。壁画就不一样，不是什么场合都合适。

它必须与环境结合，固定在某个相应的公众

场所。这样在具体形态和要求上差别就很大

了。它是给大众观赏的，这要求作者必须顾

及到大众的意愿和审美，要具有广泛的社会

公共意识的规范性，这个在性质上是有区别

的，有着鲜明的界定。第六，产量不同：国

画的创作时间要比壁画短，作品比壁画多，

效率高。从产出量的角度看，国画是一个

“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而壁画则是“人丁

寥寥”。国画作品展一年就多到几十个甚至

览是有尺寸要求的。当然壁画参展也有用拼

贴的方式，这样可以使能复制的面积稍微大

一些。

当：您想对本届毕业生说点什么呢？

赵：看壁画只从作品的画面效果，或是

图片资料上看，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壁画

与其他画种本质的区别。壁画作为一种公共

艺术，融汇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行业，我们面

临的是一大堆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解决。壁

画能否展现应有的或是曾经有的辉煌，对刚

刚毕业的学生们与各位同仁来说任重道远。

这句话我也与所有壁画从业者的同行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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